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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故事

好课程中生长好故事，有故事的

课程流动着成长的活力。在课程实施

中，学生与自己、学生与学生、学生与

教师之间一定发生过值得记录的事

情。故事里的事，或许是学生的创造

力带给教师的惊喜，或者是一次美丽

的错误带给师生的启发……我们的想

象有限，你们的故事精彩无限。2018

年，让我们从讲好课程故事开始，挖掘

过程育人价值。

故事1800字，校长点评600字。

晒晒学习成果

美术课的文创、创客教育的“造

物”、项目学习的自制图书……每个作

品都是学生的学习成果，承载着学生

的一段经历和体验。他们“生产”了什

么，他们有怎样的感受，请课程导师将

图文发给我们。文600字，图片文件不

小于1M。

征 稿

一线动态

河南郑州：
开启校长讲故事课程

中秋节前夕，河南省郑州市艾瑞

德国际学校开启了“中秋文化周”活

动，文化周以“校长讲故事”课程开启，

让学生首先了解中秋的传说和故事。

活动启动当天，全校学生每人带来一

盆菊花，近 2000盆多彩的菊花摆在校

园里，以金菊迎中秋。各学科也围绕

这一主题设计课程和组织展示活动。

拜月、赏菊、诵读、做月饼等系列活动

依次展开，让学生看得见、摸得着、记

得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校已将中

秋节纳入德育课程体系，让传统文化

底蕴流入学生心田。

（通讯员 翁文千）

江西九江：
“最美班级”里创意多

班级文化是班级的灵魂，对学生

的发展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9月 18
日，江西省九江双语实验学校开展“最

美班级”环创评比活动，活动得到了师

生的热烈响应，各班集思广益、精心构

思，教室里每一面墙壁、每一个角落都

彰显着班级特色，“书香浓郁的图书

角”“绿意盎然的小植物”“长辈家语

栏”，主题鲜明、色彩和谐，处处体现了

班级的个性文化。充满生机的教室文

化让学生在无声的熏陶中享受教育，

让“最美”绽放在校园，也绽放在师生

心里。

江苏无锡：
成立“空间科学实验社”

日前，江苏省无锡市堰桥初级中

学举行“空间科学实验社”成立仪式，

“空间科学实验社”是堰桥初中在全省

中小学的首创。作为学校课程改革建

设的重要项目，学校已经为该社团设

置了科学的管理团队和课程内容、时

间等，“空间科学实验社”实施小班教

学、导师制等培养模式。

据悉，该校是全国探索空间大科

学人才早期培养模式的先行者，今年

在初一新生中选拔 30 名学生组成

2018“空间科学实验社”。该社也是

国家“一带一路”航天人才培养计划

背景下的国家级中学特殊人才培养

创新项目。

（刘亚文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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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技术和人工智能

技术的创新，从未来人才需求的

角度看，传统分科课程与教学面

临极大的挑战。华东师范大学终

身教授钟启泉曾撰文指出，当前

我国中小学课程与教学的主要问

题 是“ 课 程 被 窄 化 为‘ 公 共 的 知

识’和‘预设的计划’，屏蔽了儿童

与其生活的交往；教学被固化为

知识传授的特定程序与步骤，影

响了师生的探究性和创造性；学

习被矮化为机械地接受和训练，

放弃了儿童应有的自主且负责的

独立思考和想象力”。

实施统整的课程和教学迫在

眉睫，不少基层学校开始了实践研

究，比如山东省潍坊市高新区钢城

现代学校的 UDP 课程与教学改革

实 验 、北 京 市 亦 庄 小 学 的“ 全 课

程”、重庆市谢家湾小学的“小梅花

课程”、清华大学附小的“1+X”课

程等，这些学校都取得了一些突破

性成果，均有重要的教育价值和意

义。其中，山东省潍坊市高新区钢

城 现 代 学 校 的 UDP（即 Under-

standing 理 解 、Development 实 践 、

Practice 发展）课程与教学改革实验

开启于 4 年前，从最初的一所实验

学校发展到现在全国 20 余所学校

加盟实验，初步显现出 UDP 课程

与教学改革实验的生命力。

UDP课程与教学改革实验基于

我国中小学课程与教学现实问题和

社会经济科技发展趋势，借鉴了发

达国家和地区基础教育领域课程与

教学改革的成功经验和科学做法，

是一种基于本土的创新实验。本文

以 UDP 课 程 与 教 学 改 革 实 验 为

例，解读课程改革的关键环节和

未来趋势。

UDP 课程与教学是一种课程

与教学的设计方式和实践框架，

它 有 别 于 传 统 的 分 科 课 程 与 教

学，是师生根据课程标准以主题

的方式，借助概念和支架等学习

工具，以学生的真实生活实践为

基础和载体整合相关联的学科内

容，使学生的生活经验与学习内

容密切联结的课程与教学设计方

式。它不仅可以使学生在学习过

程中掌握知识，还可以让学习者

了解知识的意义，得到完整的经

验 ，提 高 适 应 社 会 生 活 的 能 力 。

UDP 课程与教学框架打破学

科壁垒，从三大关系“我与自然、我

与社会、我与自己”中寻找概括性

强的“大概念”，以“大概念”统领教

和学，让学习者在真实情境中进行

深度探究。这种探究以学科的视

角研究生活，利用生活化主题为学

科探究提供真实的情境和经验素

材，把数学、英语、科学、艺术等学

科内容融合到综合主题中，打通学

科内部、学科与学科、学科与生活

以及学校与家庭、社会的联系，实

现知识的融会贯通。它让教师和

学生投身火热的现实生活，让世界

成为教材。

全面审视、总结、反思UDP课程

与教学实验的价值和意义，有利于

UDP课程与教学框架从理论和实践

上不断完善、提升，做到理论与实践

更好地结合，其价值和意义具体表

现在4个方面：

一是弥补和克服了传统分科课

程与教学的不足，实现了学科课程

与学生生活的大融合，初步形成了

整体统筹的课程与教学的新形态。

二是整体转变了学生学习和成

长的方式，由被动接受式学习转变

为与生活密切联系的探究和体验，

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

性得到了激扬。

三是教师对课程的理解和教

学方式发生了转变，由诠释和实

施权威专家预设的课程转变为直

接与学生一起设计和实施课程，

使学生的学与教师的教都充满了

挑战性和创造性。

四是构建了以学习和问题解

决为中心的教研共同体，教师在

研究中工作、在工作中学习、在学

习中发展成为常态，他们在课程

与教学设计、实施和问题解决中

找到职业幸福感，研究型、专家型

教师不断涌现。

除以上所产生的价值和意义

外，UDP 课程与教学改革实验还将

让学校德育由单一的灌输走向多元

主体过程体验；教育评价由甄别、选

拔走向更加关注个性发展；学校管

理由封闭、刚性的层级管理走向偏

平、开放、重视人本和协同创新；学

校文化由浅层功利的励志走向更注

重人文底蕴；学校建筑功能和设计

风格也会由整齐划一的气派走向多

样实用和更具教育意蕴；甚至对学

校教师编制配备、教育行政管理、教

科研及教师评价管理、教育理论研

究等都会产生积极影响。

UDP课程的创新价值

从上世纪下半叶起，不少发达

国家和地区在深刻反思传统分科

课程的基础上，掀起了基于统整

的课程与教学的改革浪潮。在我

国，教育部 2001 年颁布《基础教育

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要求中小

学改变课程结构过于强调学科本

位、科目过多和缺乏整合的现状，

整体设置九年一贯的课程门类和

课时比例，并设置综合课程，以适

应不同地区和学生发展的需求，

体现课程结构的均衡性、综合性

和选择性。小学阶段以综合课程

为主，初中阶段设置分科与综合

相结合的课程，高中以分科课程

为主”，并且新增“综合实践活动

课程”，这为中小学课程改革指明

了方向。

进入 21 世纪以来，发达国家课

程教学改革越来越强调以主题（课

题）为单位组织课程和教学。这突

出表现在以美国为代表的项目学

习和以芬兰为代表的现象教学。

这些改革体现了未来学校课程与

教 学 改 革 的 方 向 ——“ 去 学 科

化”。“去学科化”并不意味着对学

科课程的否定，而是未来学校在课

程组织实施逻辑方面将越来越多

地采用主题（课题）逻辑，在整个课

程组织中逐步提高主题（课题）式

课程的比例。具体而言，未来学校

课程的“去学科化”改革将呈现出

以下 3 种趋势：

一是主题化，即以学科知识主

题为单元组织实施课程教学活动。

二是跨学科化，即课程内容打

破学科界线，强调跨学科教学。

三是生活化，即打破知识教学

与生活相脱节的局面，回到具体的

生活情境中组织和实施课程。

多年来，在 PISA 测试中名列前

茅的芬兰加大了统整的课程与教

学的力度，按照芬兰国家教育委员

会的要求，自 2016 年起，芬兰中小

学课程与教学将更加强调不同学

科间的交叉和互动，鼓励突破课程

间的学科界限，倡导开展跨学科学

习，积极实施基于特定主题的“现

象教学”。“现象教学”即事先确定

主题，再围绕主题将相近的学科知

识重新编排形成学科融合式的课

程模块，在同一模块中囊括经济、

历史、地理等各种学科知识，以主

题贯穿学习始终，实现跨学科教

学。例如主题“欧盟”“社区和环境

变化”“芬兰 100 年独立发展史”，

以及美国的“项目式学习”、英国的

“ 职 业 日 ”、日 本 的“ 综 合 学 习 时

间”、韩国的“统整学习”等。国内

学校层面进行的探索也越来越多，

如深圳南方科技大学二附小的“主

题课程”、山东昌乐外国语学校的

“项目式学习”、浙江杭州长寿桥小

学的“跨学科设计、大单元教学”整

合模式等。

“去学科化”是课程改革趋势

我们在教育过程中经常发现，

许多学生难以记住孤立的某个重要

人物或概念定义，却能在特定生活

场景中轻而易举地记住；许多学生

无法熟记连篇累牍的经典名篇，却

能在立体化的图文联想、连接中轻

车熟路地将其“拿下”。

现代心理学研究发现，知识的

储存方式不完全是以抽象概念的形

式存在于大脑中，知识存储于人类

的身心体验中。这提醒我们，学生

的学习不能仅仅依靠讲解和背诵，

需要在实践中感知和内化知识。学

生需要理解世界万事万物的相互关

联，这为未来学校强化实践教育提

供了认知科学的理论基础。

虚拟世界越发达，现实世界越

可贵。未来学校应该与外部世界

保持积极的连接才会焕发勃勃生

机。这个外部世界是人类文明和

创新的整个世界，是学校保持生机

的源泉。创新企业、社区、政府部

门、高校、自然世界、博物馆……这

些资源会不断滋养学生，促进自我

系统与社会系统的连接，激荡共

生，良性互动。

美国哈佛大学“零点项目”（关

于艺术教育的研究项目）负责人戴

维·帕金斯教授提出未来教育要实

现六大超越：

一是超越基础技能——21世纪

必备综合能力与品质。在全球范围

内，教师致力于培养学生的批判性

思维和创造性思维、合作能力和合

作意愿、领导力、创业精神，以及在

这个时代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其他

关键能力和品格。

二是超越传统学科——新兴、

综合、有差异的学科。教师关注伦

理学、生态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最

新理念，以及其他能够应对当前机

遇和挑战的学科领域。

三是超越彼此割裂的各学科——

跨学科的主题和问题。有的课程向

学生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当代现实问

题，这些问题通常具有跨学科的特

征，比如能源、贸易等问题。

四是超越区域性概念——全球

化的理念、问题与学习。教师的注

意力不再局限于地区或国家事务，

而是拓展到国际问题。比如世界

史、全球金融贸易体系或培养世界

公民的潜在意识等。

五是超越对学术内容的掌握——

学习思考与课程内容有关的现实世

界。教师鼓励学生关注与课程内容

相关的现实生活，进行深入思考，并

且支持学生的创造性表现，而不仅

仅是让学生从学习的角度掌握课程

内容。

六是超越既定内容——提供多

元学习选择。在一些教育机构，教

师会支持并指导学生在常见的选修

课之外，自由选择其他学习内容。

戴维·帕金斯的设想打开了我们

的视野，清晰了改革的思路。他在

《为未知而教，为未来而学》一书中描

绘了一幅美好的理解力教育的蓝图：

想象一种教育，其中的大部分课程都

能带来全局性的理解；想象一种学

习，它能够给这样的理解带来生命

力，使其长存，并且支持终身学习；想

象一个世界，大部分人在接受基础教

育之后，对基本的政治活动、个人健

康和护理、经济行为、生态责任、人际

社会交往以及其他许多概念都充满

了浓厚的兴趣并以此为发展方向。

如果走在大街上的芸芸众生都能够

灵活而敏捷地处理问题，那么我们的

社会该多么不一样……

对于课程与教学改革，我们的

探索还有待深入，但我们要坚持追

寻理想的教育和教育的理想，创造

一种面向未来的教育新生态。我们

既仰望星空又脚踏大地，努力向高

质量的以人为本的教育目标迈进，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多元理解、独立

思考、善于创造的优秀公民。

（作者系特级教师、山东省潍坊

市教育局原党委书记）

与世界保持连接


